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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 ] 本文给 出了研究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的财政分权框架
,

回顾 了利用该框架所得到的结论
,

同时在一个包含政府公共开支
、

政府公共资本积累
、

政府税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模型中给 出了政

府税收
、

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
,

从而得到政府最优税收
、

最优转移支付和最优的政府公 共开

支结构
。

〔关键词 〕 政府公共资本积累
,

政府税收
,

政府间转移支付

公共财政理论 主要是讨论税收政策的确定
、

政

府公共开支和政府公共开支 的结构 的决定
,

以及它

们对 经济 的影 响 等等
。

从 P ig o u ,

G。记。 n t `〕和 D i a -

m
o n d [2

,

’ 〕开始
,

到 2 0 世 纪 70 年代 的 M i lrr e s s [4 〕完善

了收人税理论
,

微观税收理论已经趋于成熟
,

关于宏

观税收理论的研究
,

在 20 世纪 70 年代
,

Amr 记
5〕已经

采用两部门的增长模型进行了大量的探讨
,

之后较

为代表的是 c ha 而ey 6[,
7二在 80 年代给出的均衡 的资

本收入税和劳动收人税为零的结论
,

19 90 年 L cu
a S [” 〕

重新开始关注税收理论
,

他提出了关于宏观税收理

论的许多猜想
,

这样引起了人们研究宏观税收理论

的热潮
,

J
o n e s ,

M e n u e l l i 和 儿五[9 ]
,

R e b e一。 和 s to k e y仁̀ o j

分别研究了动态税收理论
,

他们得到的最优税收是

初始税收可以充分大
,

但是均衡税收等于零的结论
,

并且用数值例子进行 了说明
。

他们研究税收理论采

用的是古典的次优理 论得到的
。

在研究税收理论

中
,

19 90 年 B a

orr [“ 〕首次在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中引

人政府公共开支
,

从而讨论 了最优税收理论
。

很多

经济学家把 B a
mr 的分析方法推广到考虑政府公共

开支的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
,

如 D e v a arj a n ,

S w a -

m叩 和 z ou l ` 2〕讨论了政府在教育
、

交通
、

国防和社会

福利方面的花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; D ve ar aj an
,

iX
e

和 z ou 毛” }等其他许多学者也对政府公共开支结构与

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 了很好的研究
,

得到了大量的

结果
。

当然也有大量 的计量经济学的研 究
,

如 sA
-

ch au elr
’ 4 ,给出的

。

在前 面提及的诸多工作 中
,

无论

是用 A mr w [’ }
,

e h a耐 e y [6
,

’ 〕 ,

uL
e a s l s {等方法讨论的动

态税收理论
,

还是用 aB orr t ” 〕的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

考虑了政府公共开支
,

他们都是把政府的公共开支
、

政府税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
。

这样的模型研究

政府公共财政理论虽然很简单
,

但是他没有考虑到

政府 自身的结构特点
,

也不能考虑政府公共开支 中

重要的部分—
政府之间 的转移支付的研究

。

为

此
,

在研究宏观公共财政理论中
,

引人了财政分权的

框架
,

这是近年来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的一个重要 的

进展
。

引入财政分权框架的分析

为什么要引人财政分权的框架呢 ? 这主要是因

为
:

( l) 由政府本身的多级结构决定的
,

世界各国的

政府结构一般地分为中央政府
、

州政府 (省政府 )和

地方政府的类型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类型
,

如
:

中国
、

美国等就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国家 ;英 国
、

德国

等欧洲 国家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国家
。

对于各级政

府
,

它们有 自己的收人来源
,

也有 自己的开支
,

因此

要具体讨论它们的决定就必须要考虑各级政府的具

体特征
,

由各级政府 自己的最优化问题来决定
。

因

此
,

这样政府 的结构决定 了研究政府公共财政理论

必须考虑到政府 自身的结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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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 )对于各级政府的收人与公共开支而言
,

政府 央政府的总的开支的份额有较高的水平
。

同时
,

中

间的转移 支付 占有重 要份 额
。

以 美 国 19 50 年 到 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花费中也

19 9 3 年的数据为例来说明
,

我们发现 中央政府对地 有着相当重要 的作用
。

因此
,

要研究政府公共开支

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占中央政府的总的花费和中央政 和政府收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政府间转移支付
,

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政府的花费都有 而要考虑政府间转移支付就必须区分中央政府的开

相当的分量
。

如表 1 所示
。

由表 1 中
,

我们可 以看 支
、

地方政府的开支
,

因此必须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

出从 19 50 年到 19 93 年中央政府总的转移支付 占中 来讨论
。

表 1 中央政府的转移花费与 中央政府花费
、

地 方政府花 费的关 系

财政年份
中央政府总的转移支付

(按 199 。 年美元折算 ) (亿 )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

占中央政府总的开支的百分比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
占地方政府开支的百分 比

195 0

196 0

197 0

19 8 0

198 5

19 90

19 9 3

12
.

7

30
.

0

75
.

7

14 1
.

5

125
.

6

13 5
.

4

176
.

7

5
.

3%

7
.

7 %

12
.

3%

巧
.

9 %

1 1
.

2 %

10
.

9 %

14
.

0 %

10
.

4 %

14
.

7 %

20
.

0 %

28
`

0%

23
.

0 %

20
,

0 %

2 2
,

0 %

数据来源 :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( IM F ) 的政府公共财政年鉴 ( G玲 )
。

( 3) 我国进行税收改革十多年来
,

税收体制也有

较大的完善
,

税收的种类
、

税率的制定也初步完善
,

但和发达国家相比
,

我们的税收结构
、

税收管理还需

要完善
。

发达国家 已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多

年
,

有相当多的经验可 以借鉴
。

这样
,

我们可以少走

弯路
,

吸收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教训
,

对我国的税收体

制的完善有很大的帮助
。

按照西方国家成熟的税收

体系
,

各种税收按照职责划分很仔细
:

个人所得税
、

公司所得税
、

(总的所得税 )和进出口税 (进 口税和出

口税 )等主要的税种是 中央政府收取的
,

消费税收和

财产税等都是地方税收
。

在利用财政分权的框架研究宏观公共财政理论

中
,

比较著名 的有 o a t e s t ’ 5
,

’ 6〕 ,

D a v o o d i 和 z o u [ ’ 7〕 ,

以

及 iB dr 〔’ “ 〕。

目前
,

按照财政分权的框架来讨论最优

税收主要有 两个方 向
,

一个是按照 aB orr 〔“ 〕的 内生

增长的框架 的研究 工作
,

如 G on g 和 z ou [洲 把 aB
r -

or[
” 〕讨论的一级政府公共开支的模型推广到包括中

央政府公共开支和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多级政府的

模型
,

给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种税收
,

中央

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
,

同时
,

通过数值例子给出了最优的税 收和政府 间的

转移 支 付 ; 另 外 一 个 研 究方 向 就 是 按 照 A orr
w

-

K u o l ’ 」,

c h a m l e y 〔“
,
7 」和 肠m o v s k y 〔̀ ,

,

’ o了等给 出的古典

增长框架 ;
代表性 的工作是 oz

u 山
,

州 的工作
,

他 把

A orr w
一

K u

澎
’ 〕的模型推广到多级政府情形

,

来讨论均

衡资本存量和消费水平与政府的各种税收的关系
。

虽然 G o n g 和 z o u 仁2 , }给出的模型和 z o u [ 2 ,
,

2 2 〕的

模型都通过把政府公共开支引人了效用函数和生产

函数来得到多级政府公共开支与经济增长的模型
,

但是他们存在本质 的区别
,

前者着重点是通过讨论

经济增长 率与政府公 共开支的关系来得到最优税

收
,

而后者是讨论长期均衡点资本存量和消费水平

与税收间的关系
。

和 z o u 〔’ `
,

” ]
、

co
n g

、

z o u 〔” ]不 同的是
,

本文从下面

几方面推广了 Amr
w

,

C ha m le y
,

B a
mr

,

以及 2 000 年龚

六堂和邹恒甫的工作
。

( l ) 在模型中
,

我们不仅引

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
,

同时也 引人了

中央 政 府 和 地 方 政府 的公 共 资 本 积 累 ; ( n ) 和

hc
a

而ey 考虑的不同的是
,

我们没有引人政府债券
,

因此
,

我们考虑的是在每一时期
,

中央政府和地方政

府是平衡 预算 的 ; ii( i) 和 oG gn
、

oz u 〔2 , 〕不同的是
,

我

们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分成中央政府

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对应性转移支付和中央政府对地

方政府公共开支 的对应性转移
,

分别考虑 了这两种

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
。

为使读者对本文有全 面的了解
,

本文首先 回顾

了 B a

mr
仁川 的模型

,

然后 给出本文的模 型
,

在给定的

生产 函数与效用函数下
,

讨论平衡增 长路径时的经

济增长率与政策变量的关系
,

并且通过数值计算
,

讨

论经济增长率与收人税
,

消费税
,

财产税和政府转移

支付的关系
。

最后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和进一步研究

的方 向
。

2 B a r r o 模型

( l) 消费者行为记 a( )t 为 t 时刻家庭拥有人均

的资产
, 。 ( )t 为 t 时刻家庭的人均 消费

, t 时刻人 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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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增长率为
n ,

工资率为 叨 ( t )
。

这样
,

家庭 的问题

就是在 自己的预算约束 下选择其消费路径
,

资本积

累路径来极大化他的效用
。

即

f
二 。 ’ 一夕 一

ln
` 一

~“ , a x

J
。

万二亏不
c “

’

“ `

受约束于方程下面的预算约束方程和给定的初始条

件 a ( 0 ) = a 。 。

a ( t ) = w ( t ) + 。
( t ) a ( t ) 一 。

( t ) 一 n a ( t )
。

( l )

( 2 )厂商行为 假设产出的生产可以由生产函数

Y = F ( 入
,

L
,

C ) = A aK L ’ 一 “

lC
一 “

给出
,

其中 c 为政府

公共开支
,

K 为资本存量
,

L 为劳动力投人
。

通过人

均化
,

我们 可以 把 生产 函 数 变 为 y = f ( 无
,

g ) =

kA 乍
’ 一 “ ,

因此
,

厂商的利润可 以写成 L 「( 1 一 : ) y -

、 一 (
: + 占) k〕

,

其中
: 为政府 的税收

。

厂商的行为

就是选择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极大化 自己 的利润
,

这样我们得到
r + 占 二 ( l 一 :

) a , / a k = ( 1 一 :

)
。 A k

一
(`

一 “
) g , 一 “ 。

( 3) 政府 的预算约束 假设政府是平衡预算的
,

它通过税收来满足 自身的开支
,

即 g 二 : Y
.

( 4) 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 均衡时的私

人资产等于厂商对资本的需求
,

即 a 二 k
。

通过计算

得到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消费水平的增长率等于资本

存量的增长率
,

也等于产出的增长率
,

他们等于 y 二

1 / o 仁( l 一 :

)
a A ’ / “ (肠 ) ( `

一 “
) / a 一 占一 。」

。

( 5) 社会福利极大化问题 因为社会福利 函数是

增长率的 单调函数
,

这样福利极大化和增长率的极

大化是一致的
。

政府选择税率来极大化经济增长率

得到 : 二 1 一 a 。

这就是 B a
mr 给出的最优税收

。

3 多级政府的最优税收
、

政府间转移支付的

财政分权框架

考虑具有两级政府 (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)和一

个代表性消费者的模型
。

采用 Amr w 和 uK rz[
5〕 ,

aB
r -

orL
” 〕和

`

ur m vo
s k y [ ’ 9

,

20j 所用的效用 函数
,

把政府的公

共开支
:

中央政府的公共开支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开

支
,

私人消费水平和政府 的公共资本积 累引进效用

函数和生产 函数
。

记中央政府的公共开支和公共资

本积累分别为 f 和 价
,

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和公共

资本积累分别为 S 和 无
、 ,

私人消费水平为
。 。

这样

消费者的效用 函数为
二 (

c ,

f
,

勺
, 、 ,

k
,

)
。

假设和私

人消费一 样
,

消费者从 中央政府公共开支和公共资

本积累
,

地方政府公共开支和公共资本积 累中获得

正的
,

递减的边际效用
。

推广 A orr w
一

K u 。
一

B a
mr 的古典生产 函数

,

假设生

产函数为 y = y ( k , ,

价
,

k
。

)
,

其 中 : 表示产出
,

k ,

为

私人的资本存量
,

价和 k
、

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

府的公共资本存量
。

注意到政府的公共开支和公共

资本积累都进人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
。

这首先是

由 A orr w 和 K u二 5j[ 引进
,

之后 aB orr [“ 〕把这种 函数形

式引进内生增长模型
。

因此
,

一般把这种效用函数

形式叫做 Amr w
一

K u 二
一

aB mr 型的效用 函数或生产 函

数
,

这种形式的函数已经被广泛地采用
,

如 B ur ce k n -

e r仁2 4 , ,

n a v 。 。 d i 和 z o u 仁̀7〕 ,

z ha n g 和 z o u 〔” 」等 的工作
。

假设生产函数满足 y k

户 0
,

y 分> 0
,

y 、 :
> 0

,

y , 。 <

0
,

了呐
< 0

,

少 、 。、 , < 0
0

3
.

1 消费者行 为

消费者的预算约束 由税后的收人等于消费和投

资之和给出
,

即

寰
二 “ 一 、

一 , , ( “尸
,

与
,

“
`

’

( 1 + 二了 + : 。 ,

)
e 一 (占 + : 、 ) k ( 2 )

其中记中央政府收人税税率为 称
,

中央政府消

费税税率 份
,

地方政府的收人税税率
二 : ,

地方政府

消费税税率
: c :

和地方政府财产税税率
: 、 。

在中央

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最优行为给定下
,

消费者在其预

算约束下选择他的消费路径和资本存量的积累路径

来极大化他的总的贴现效用
,

即

m二

{J
· ( · ,

f
,

、
, 、 ,

*
:

)
。 一 。 、 ` ( 3 )

受约束于预算约束方程 ( 2) 和给定的初始私人资本

存量 k p ( o )
。

3
.

2 地方政府行为

地方政府从收人税 几y
,

消费税 几 。 ,

财产税 几人

dk
. ,

_ _ 二
,

, 、

一 ~
, , , , , 、

和政府的转移
。

华
+ 争 中得到收人来满足他 的公

’ 门

~
, ’ J “ 子 一 , 、 ’了 一 dt

’ , 一

”
`
一 ’

一
一 ` ’ 一 ” ” 一

’

一 一
’

共开支
`

d无
:

d t

和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本的积 累
:

= · ,

,

二
。 ,

…
*、
二赞

· 。 一 ( 4 )

在私人的行为
,

中央政府的行为给定和地方政府的

预算约束 ( 4) 下
,

地方政府选择 自己的消费路径和资

本积累路径来极大化他的效用 ( 3 )
。

3
.

3 中央政府行为

对中央政府而言
,

他的收入的来源为向消费者

收取 的收人税 丫 和消费税
: 沪

。

他的开支为中央

dk
_

政府 自身的开支 f 和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
“

了
十 乒

。

因此
,

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可以写为
:

鲁
二

二 一 , 一瓮
一 。 一 , (5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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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私人的行为
、

地方政府的行为给定和中央政府的

预算约束) ( 5下
,

地方政府选择 自己的消费路径和资

本积累路径来极大化他的效用 ( 3 )
。

在平衡增长路径
,

私人的消费水平的增长率
,

私

人资本的增长率
,

中央政府公共开支 的增长率和地

方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率相等
,

而且都等于产 出的

增长率
,

记它为 势
,

如果选取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分

别为
u

(
e ,

f
,

kf
,

无
:

) = o o l n e + o 」Inf
+ o Z l n

kf
+ o 3 ln s

+ 0 4 nI k
: ,

y =

岭 衅
,

衅
, ,

我们就可以 得到经济增长

率和各种技术参数
、

偏好 参数和各种税率 的关 系
。

这个关系式比较复杂
,

它是经济增长率与各参数之

间是一个隐式关系
。

通过它无法对其求极大值
。

但

是
,

可 以通过数值计算得到各种税收变量 与经济增

长率的关系
。

在下面的计算中
,

选取参数 口。 二 0
.

5
,

口r = 0
.

1
,

8 2 = 0
.

1
,

日3 = 0
.

1
,

口4 = 0
.

1
,

0 5 = 0
.

1
,
田 l =

0
.

5
,

, : = 0
.

25
, 。 3 = 0

.

25
,

贴现因子 p 二 0
.

08 和资本

沪

折旧率 占 二 0
.

0 8
。

在图 1 ( a) 中
,

我们给 出了经济增长率与中央政

府的收人税的关系
。

此时
,

我们选取的参数为
:地方

政府的收人税税率
二 : = 0

.

10
,

地方政府的消费税税

率 乓
、 二 0

.

05
,

中央政府消费税率 行
= o

,

地方政府的

财产税
二、 = 0

.

02
。

中央政府对 地方 政府公共开支

的相应转移支付率为
a 二 0

.

30
,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

府投资的相应的转移支付率 爹= 0
.

3
。

从图 1 ( a )中
,

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率与中央政府的收入税的关系为

L a ff e r

曲线
。

当中央政府的税收低于 20 % 时
,

随着

收人税的增加
,

经济增长率将增加 ;当政府的税收高

于 20 % 时
,

随着收人税 的增加
,

经济增长率反而下

降
。

事实上
,

当收人税从 O增加到 10 % 时
,

经济增

长率从 O 上升到 8 %
,

进一步提高收人税
,

经济增长

率的效果不明显
。

当高于 20 % 时收入税增加
,

经济

增长率反而下降
。

0
.

0 6 0
.

0 6

() .0 4 0
.

0 4

0
.

0 2 0
.

0 2

一

0
.

0 2
一

0
.

0 2

一

0
.

04
一

0
.

04

(a ) (b )

图 1 经济增 长率与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和地方政府收人税税率的关 系

出现上面结果的原因可以解释为
:

首先
,

收人税

增加降低 了私人资本的 回报率
,

从而直接效果降低

经济增长率 ;第二
,

因为政府税收的增加
,

政府 的收

入增加
,

增加中央政府的公共开支
,

从而增加私人的

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率
,

边 际生产率的增加提高经

济增长率
。

第三
,

同时
,

政府的收入增加
,

增加 中央

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
,

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
,

从而增加了他的公共开支
,

当然增加私人的边际效

用和边际生产率
,

边际生产率的增加提高经济增 长

率
。

当中央政府的收人税很小 时
,

第二和第 三种影

响占优
,

因此经济增 长率总体上升
,

当收人税 过高

时
,

第一种影响占优
,

因此经济增长率下降
。

图 1 ( b) 显示了类似图 1 ( a )的性质
,

表示了经济

增长率与地方的收人税 : ,

的关系
,

其 中我们选取的

其他参数为
:

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今 = 0
.

20
,

地方

政府的消费税税率 几
, 二 0

.

05
,

中央政府消费税率
T of

二 o
,

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税率
: 、 二 0

.

02
。

中央政府对

地方政府公共开支 的相应转移支付率 为
a 二 0

.

30
,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投资的相应的转移支付率 夸=

0
.

3
。

我们看到此时的关 系也是 l a ffe
r

曲线
。

因为

中央政府的收人税已经达到 20 %
,

所 以经济增长率

在地方政府 的收入税小于 3 % 时上升
,

当地方政府

的收入税大于 3 % 时经济增 长率将 下降
,

直至地 方

收入税达到 25 %
,

经济增长率大于零
。

注意到当地

方政府的收入税为零时
,

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正的
,

这

是因为即使没有地方政府的收入税
,

地方政府还 能

从消费税和财产税
,

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得 到

收人满足 自己的公共开支
。

基于选取的参数为
: 中央政府的收入税税率 今

二 0
.

20
,

地方政府 的收入税税率
二 , = o

.

or
,

地方政府

的财产税税率
: * 二 0

.

02
,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公共

开支的相应转移支付率为
a 二 0

.

30
,

中央政府对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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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政府投资的相应的转移支付率 夸= 0
.

3
,

图 2 ( a )和

图 2( b) 分别给出了经济增长率 势与地方的消费税

税率 几和中央政府消费税税率份的关系
。

我们发

现无论中央政府的消费税还是地方政府的消费税
,

都对经济增长率有正 的关系
,

当地方政府消费税从

O 上升到 巧% 时
,

从图 2 ( b) 中我们知道经济增 长率

价

从 5
.

5 % 上升到 7
.

4 %
。

这是因为消费税的增加
,

增

加了消费的成本
。

这样消费者会减少消费
,

增加储

蓄 ;储蓄的增加会带来资本积累的增加
,

从 而经济增

长率上升
。

但是当消费税过高时
,

他对经济增长的

作用就不明显了
。

注意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

是基于我们选取的参数
。

()
.

0 8

()
.

0 7 5

0
.

0 8

0乃7 5

0
.

0 7 0
.

0 7

0
.

0 65 0
.

0 65

0
.

0 6 0
.

0 6

()乃5 5 0
.

05 5

(a ) (b )

图 2 经济增长率与中央政府消 费税税率 与地 方政府消费税税率的关系

0
.

0 6 0
.

07

0
.

04 0
.

0 6

0
.

02 0
.

05

0
.

04

一

0
.

0 2 0
.

03

/
“ a ,

必(动

汉一
。

,

;

0
.

1 0
.

2 0
.

3 0
.

4 0
.

5 0
.

6

( a ) (b )

经济增 长率与财产税税率 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政府转移支付率的关系

图 3 ( a )显示了经济增长率与财产税的负关系
。

这条曲线是基于中央政府 的收人税税率 勺 二 0
.

20
,

地方政府的收入税税 率
: : = 0

.

10
,

地方政府的消费

税税率 乓
, 二 0

.

05
,

中央政府消费税率 cfr
二 0

,

中央政

府对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应转移支付率为
a =

0
.

30
,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投资的相应的转移支付

率 夸= 0
.

3
,

在给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税

下
,

当财产税从 。 上升到 10 % 时
,

经济增长率从 9 %

下降到 O
。

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人税的扭曲

程度相比
,

财产税的扭曲程度最大
。

在图 3 ( b)
,

我们给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政

府转移支付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
,

这里我们 取的

其他税收变量为
: 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今 二 0

.

20
,

地方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: , = 0
.

10
,

地方政府的消费

税税率 几
、 = 0

.

05
,

中央政府消费税率 勺
二 O和地方

政府的财产税税率
: 、 二 0

.

02
。

从图中
,

我们看到两

种政府转移支付率对 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
,

当中央

政府对地方政府公共 开支的转移支付率增加时
,

经

济增长率下降 ; 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投资的转移

支付率减少时
,

经济增长率上升
。

4 结 论

本文给出了一个分析多级政府之间的税收
、

政

府公共开支和政府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财政

分权模型框架
,

给出了经济增长率与各级政府税收

与政府间转移支付率的关 系
,

通过这些关系可 以得

到各级政府的最优税收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率
。

我

们发现财产税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作用
,

消费税

对经济增长总是有正作用
。

这和 R eb el o[
’。〕给出的

消 费税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有很大的不同
。

下面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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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的工作是
:

( l) 本 文给 出的模 型考虑 的是 N as h 均衡 的结

果
,

按照 c ha 间 ey 等的考虑应该考虑 tS ek e ht e笔
e

均衡

解
。

此时
,

消费者的情形和本文给出的一致
,

只是地

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问题有所改变
。

地方政府的问

题变成在中央政府的行为给定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

束 ( 4 )和私人 的最优性条件下
,

地方政府选择 自己的

消费路径 和资本积 累路径来极大化他 的效用 ( 3 )
。

中央政府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的最优行为和中央

政府的预算约束 ( 5) 下
,

中央政府选择 自己 的消费路

径和资本积累路径来极大化他 的效用 ( 3 )
。

此时模

型会相当复杂
,

但得到的结果很有意义
。

( 2) 本文给出的是一个消费者
,

一个地方政府和

一个中央政府的模型
,

很 自然地可 以把它推广到多

个消费者
,

多级地方政府和一个中央政府的情形
,

此

时
,

可以讨论多级地方政府 和中央政府下 的政府公

共开支
、

政府转移支付
、

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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